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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离开祖国怀抱一个
多世纪，让很多香港人产生

“乡关何处”的迷思，对自身
身份认同感到迷茫和复杂。
香 港 回 归 后 ， 出 现 了 新 情
况。尤其近些年来，香港年
轻一代对“香港人”的身份
认 同 一 直 上 升 ， 对 “ 中 国
人”的身份认同一直下跌。
是“中国的香港人”？还是

“香港的中国人”？近日，香
港学者彭泓基与朋友聊及此
话题，有感于连知识精英都
逻辑混乱、负能量满身，遂
投书香港媒体，一抒胸中之
臆 。 希 望 港 人 多 作 理 性 思
考 ， 良 性 改 革 ， 重 建 竞 争
力。文章摘发如下——

早前，朋友传来 2016 年
全球自然科学技术指数，中
国在北斗系统、预警机、激
光、基因、云计算、量子保
密通讯、引力精密测量等范
畴都世界领先。我原是念理
科出身的，很明白这些成就
的背后，蕴藏着多少精英的
心血与不懈努力。作为中国
人，与有荣焉！我把这信息
传给一群港大同学，让他们
也知道最新的科研景况。

不时收到回应，如是说：
“科技雄霸天下？亦非仁义之
邦！”短短的话语，好像蕴涵着
多少怨怼与揶揄。在我的追问
下，朋友接着回应说：“科技第
一与我是否觉得自己是中国
人无关，去到世界各地，我只
说我是‘香港人’！”

就这样，我们开展了一
段“中国人”与“香港人”
的对话。

我如是回应：“我们都是
理科出身，讲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若把‘中国人’定义
为‘拥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则‘内地人’‘香港人’‘台湾
人’‘海外华侨’都应算‘中国人’。我知学兄讨厌内地人一
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也有同感。但这些人并不等同所有的
内地人，更不等同‘中国人’，何必因此以偏概全？若把这些
现象跟近年出现在‘冲击港大校委’‘旺角动乱’‘鸠呜团’
等事件比较，我们‘香港人’的道德水平，又高了多少？每个
群体中，都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不必苛责，应究其因。
应该想着如何去帮助或教化这极少数，使他们产生更多的
正能量，造福社群，而不是厌恶、排斥和怨恨。同理，我们香
港也需要深切反思与检讨。”

不一会，收到回音：“彭兄，何须如此劳气（生气）！我不
会因为大陆一些科技超级而骄傲，更不会因此必须‘认同’
是‘中国人’，两者无关。身在香港，只做‘香港人’，有何不
妥？正在谈内地科技称霸，怎又拉扯到‘旺角事件’？”

我在沉思，上述响应是否真的有点劳气了？静气平
心，遂如此回应：“学兄，我一点也不劳气，只是有点痛
心，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港大理科毕业生，对最简单的
逻辑也有点混淆。无论您承不承认，您也总脱不掉‘中
国人’的系带和烙印，‘香港人’自然就是‘中国人’的
一部分。而评论中国的科学成就，不同立场和态度得出
的结论会截然不同。假若我是很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
对中国的一切，可能都会感到不顺眼。若是认同中华民
族的‘中国人’，看法自异。”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香港的乱象，是多年
来的积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若要香港明天
会更好，不是只懂批评和破坏，而是应虚心求教，深自
检讨，团结互助，勤俭建港，实事求是，重建竞争力。
在宏观形势不利的情况下，生存已不易，目睹香港每况
愈下，不少港人还在鼓励怨愤，愚昧地分化，拖自己的
后腿。目睹一切在倒退，破坏多于建设，能不令人痛
心？跟近年的新加坡相比，大家应心中有数。香港目前
最需要的，是正能量，明晰自省，透过良性的改革，寻
求突破，拓展新的领域，而不是在相互埋怨中破坏与自
残。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未来10年，是香港变革的
契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若无法抛开成见与怨
怼、寻求创新和突破，就只好认命，继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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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观光客眼中，车上空荡荡的
博爱座无疑是台湾“最美风景”之一，
许多人旅行返回后仍赞不绝口。但这象
征着传统美德典范的博爱座，近来却遭
受不少争议，不少台湾同胞视其如鸡
肋，意欲除之而后快。台湾人究竟在纠
结什么，博爱座又“经历”了什么呢？

“道德魔人”念下“咒语”

在陆客的“自由行”游记里，诸如
“不管公交车有多挤，博爱座也不会有
人去占”之类的赞美比比皆是。确实，
经常乘坐台北捷运或公交的人都能发
现，不但博爱座基本没人坐，而且连普
通座位也大片空着，很多乘客宁可站着
也不坐身边的座位。这是为啥？

设置博爱座，本意是希望弱势群体
及有需要的人有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然而，台湾偏偏有些人自诩正义的人
士，只要看到有人不让座，或占着博爱
座，就不分青红皂白一番指责。台湾网
友还给这类人封了个“称号”，叫“道
德魔人”。

8 月下旬，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
中学的女生在乘坐捷运时，因身体不舒
服没给旁边的小孩和老人让座，围观大
妈气愤不已，回去发帖说女孩“真是可
耻”！

紧接着，一名右眼视力只剩 0.02的
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坐捷运，被工作人员
引导至博爱座坐下后，遭到中年妇女呛
声“弟弟你站起来，博爱座不是你能坐
的”。他解释说自己看不到，对方还不
信，一直在他眼前挥手，质疑他“装
瞎”。

不久前，又有一名台湾女网友发文
说，自己因生理痛坐博爱座，结果半路
被一名老人摇醒要求让座。没想到车到
站后，老人快速起身往车门冲去，“突
然觉得，她的身体可能比此刻脸色惨白
的我还要硬朗许多。”

在“道德魔人”的指指点点下，别
说博爱座，一般人就连普通的座位都不
敢坐了。原因很简单，累一点无所谓，
万一被偷拍传到网上，被群起而攻之，
精神上的压力可受不了。

健全人的“隐形需求”

这些现象让很多台湾民众十分反
感，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诉说自己在乘
坐捷运、公交时在坐与不坐之间的两
难，以及因此受到的误解和谩骂。

某男士因左脚内侧韧带撕裂做了手
术，痊愈之后不能站立很久。一次乘坐
公交车时，因为车上很挤没有多余的座
位，就坐上了博爱座，于是被旁边乘客
讽刺“现在的年轻人书都读到哪里去
了”；一名 20 多岁的女性因车祸导致左

脚比右脚短，穿上
鞋其实看不出来，
但她从来不敢坐博
爱座，结果长期搭
车久站，反而影响
正常的右脚……

“让座是美德，
不是义务”，“请不
要搞得好像坐在座
位上就像是犯罪一
样！”……气愤而委
屈 的 台 湾 同 胞 认
为，博爱座并不是
只有老弱妇孺才能
坐，许多看起来很
健康的乘客，可能
因为看不见的“隐
性需求”，非得坐着
休息不可。比如那
位 右 眼 视 力 只 剩
0.02 的学生，或者
那位出过车祸的女
孩。

“一个人需不需
要座位，是自己的
事情。有需求的人
当 然 有 权 使 用 座
位，无论这种需求
是 否 为 别 人 所 了
解 ； 没 有 需 求 的
人，不应该占用座
位 ， 反 过 来 也 不 需 要 别 人 硬 给 他 让
座。” 高雄医学大学助理教授陈昱名对
此评论说，公共运输工具上的座位，是
一种需求者应该享有并追求的权利，我
们并不真正知道需求者的情况，就不该
随意干涉别人。

“去还是留”争执不下

既然岛内民众都有此觉悟，于是，
已经被“道德绑架”的博爱座是否有保
留的必要，就成了一个话题。

9月1日，一个由网民提出的“废除
各项公共运输工具上博爱座之设置”的
提案，出现在台湾当局“公共政策网路
参与平台”上，征集公众附议。提案
说，台湾民众已经养成让座的习惯，但
是，“博爱座却带来了负面的效用：使
得部分人不敢坐博爱座，以及另一部分
人认为坐博爱座应该要让座。……取消
博爱座，不会使得让座这项美德从台湾
消失，但却能避免许多纷争的发生。”
截至9月底，附议人数已接近9000人。

过去，台湾并未把设立博爱座写进
法律，但座位常被身强体健的民众占
用，形同虚设。2013 年，“身心障碍者
权益保障法”规定，没有对号座位的大
众运输工具包括铁路、公路、捷运、空
运和水运等，都应提供博爱座给身障者

或老弱妇孺，比例不得低于总座位数的
15%。没想到，仅过去 3年，“让座”被
搞得矫枉过正，变成“令人恐惧的社会
现象”，民众叫着喊着要废除。

不过，还是有人认为，博爱座应该
保留，这样可以适度提醒民众，发挥关
怀效果。还有的人觉得，废除与否不重

要，重点是礼让心态问题，可以尝试将
博爱座改为优先席。

按照台湾有关规定，只要附议人数
超过5000人的门槛，有关部门就必须在
11 月 7 日之前对博爱座的存废问题给个
说法。博爱座的去与留，也许很快将见
分晓。

台湾人的纠结台湾人的纠结：：博爱座，去还是留？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台湾大众运输工具上，有一些深蓝色座位，它们就
是“博爱座”。座位旁边会写“请优先礼让座位给需要的乘
客”，或写“请优先让位给老人、孕妇、行动不便及抱小孩
的乘客”，并配以相关的图案。图为台北捷运上的博爱座，
经常空着也没人敢坐。 （资料图片）

▶台北捷运自2007年9月起发行“博爱识别贴纸”，有
需求者可到各车站询问处索取。2010 年起台北市也制作

“好孕胸章”，提供准妈妈在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时佩
戴，提醒民众看到能主动让座。 （资料图片）

让座本是一种自发的爱心之举，太过强求则会令其中的善意和温暖蒸
发殆尽，给人们徒增枷锁。一方面，看似健全的人“头发不够白，没人敢
去坐博爱座”，另一方面，看似弱势的老人“上下车时都是林冲，上了车就
变成林黛玉”。正如台湾媒体人颜诗丽所写，“善行如果沦为义务，人与人
之间的关怀、体谅，变成了机械式的义务，不仅失去了美意，也失去了自
我省察的良善功能”。

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包容与尊重，“为对方设想”是全体民众都
需要培养的能力。“道德魔人”们别因自恃“正义的眼神”，让有需要的人
感到压力，最后只能强撑着身体，让眼前的博爱座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

当爱心变成道德武器

温暖该如何传递？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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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的诗意人生》近日由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再版了，内容变动不
大，主要是增加了两首咏澳门的诗
词，别有新意。两首新作源于厉以宁
的一次澳门之行。

2016 年初夏的一天，澳门科技大
学的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各系师生
及各界精英济济一堂，聆听厉以宁作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澳门特色金融前
景”的学术报告。笔者得知后，一个
想法迅即涌上心头：厉老师还会以他
喜爱的另一种方式对澳门有所表达吧？

在许多人眼里，对厉以宁的认识
正如报告会主持人介绍的，是他那一
长串头衔：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著名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
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
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但对
他的另一个身份：诗人，却知之不多。

多年前，笔者第一次看到厉老师
的诗集也是惊诧不已。他写的并非现
代诗，而是古体诗词。从少年时代即
写起，亲情、爱情、友情，工作、生
活、休闲，幸福与坎坷，忧国忧民的
情怀，一一流露在诗词的字里行间。
感慨之余，征得厉老师同意，以他的
诗词为主线，穿插其传奇经历、学术
成果等，于 2003年写作并由经济科学
出版社出版了 《厉以宁的诗意人生》
一书。书分为四个章节：两个故乡：
江苏仪征和湖南沅陵；两个学习领
域：经济学和诗词；两个北大：浮面
上的和深层次的；两种深情：家和国。

现在这本书又要再版了，如果能
收入厉老师创作的关于澳门的新诗该
有多好！笔者之所以有这一点私心，
只因前几年我作为人民日报社澳门分
社社长在澳门常驻 3 年多，深深爱上
了这座温馨的小城，很希望厉老师能
为澳门一抒胸臆。

但我知道，这次澳门之行，仅有
短短两天。因他放心不下北京家里相
濡以沬多年的妻子，她前些日子摔伤
了，正在恢复之中。讲座一结束，厉
老师就匆匆返回了北京。

因此，我有些担心。忐忑中，向
厉老师发出了请求。

没想到，厉老师的回答令我惊
喜，他不但写了，还写了两首！

厉以宁曾去过澳门几次，虽不
多，但他却始终牵挂着这座践行着

“一国两制”的小城。
2005 年至 2006 年，他参加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考察香港、
澳门和珠三角地区。当时调研组提出
粤港澳经济合作建议，并送呈中央，
目的是让粤港澳三地建立更密切的合
作关系。

2008 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
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粤港澳经
济合作区及港珠澳大桥对澳门经济的
作用时，他说，澳门主要依靠珠三角
市场，港珠澳大桥的兴建可将三地物
流连成一体，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对
三地的可持续发展起积极作用。

今年再次踏上澳门这块土地，港

珠澳大桥已是建成在即。虽然此时作
为澳门经济支柱的博彩业收入已连续
20 多个月下跌，但联想到未来三地更
加紧密的合作，了解到特区政府建设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决心和取得的成
果，他提笔写下这首诗，希望给澳门
人以信心：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澳门，厉以
宁认为，澳门具有三大优势：一是连
接葡语系国家的桥梁，二是中国华南
区通向世界的港口，三是具有发展金
融业的潜力。厉以宁教授为澳门支
招：要发展特色金融需要政策支持、
引进人才。他以卢森堡由过去钢铁产
业为主转向欧洲重要金融中心为例，
指出澳门可以参照卢森堡的免税政
策，发展金融业，同时亦要防范风
险。澳门在“一带一路”中可发掘金
融优势，这对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
东南亚的华侨都有好处。

厉以宁这次在澳门科技大学作学
术报告之余，抽空参观了这所只有十
几年历史的两岸暨港澳最年轻的百强
大学，还看到学生们的创意作品。他

也了解到，澳门特区
政府这些年大力扶持
文化创意产业，重视
吸 引 海 内 外 人 才 来
澳，推动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为此，他写下了这首

《采桑子》：

迄今为止，厉以
宁已创作诗词近 700 首。他在整理诗
词选集的过程中，填词《踏莎行·整理
诗词选集稿》，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霜降时分，
菊残季节，
追思少小家乡别。
不知此刻夜已深，
卷帘窗下看明月。

改改删删，
篇篇页页，
暮年诗兴犹难绝。
四更梦醒再推敲，
短长句句皆心血。
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咏澳门的这两

首诗词，同样浸透着厉以宁的心血，
更是他对澳门的一份情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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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傅

旭旭

澳门新风（七绝）

应邀赴澳门讲学，浏览
市容有感

不怕赌场热气消，
澳门新景在新桥，
几多游客穿梭过，
两侧楼房试比高。

采桑子
参观澳门科技大

学并应邀作学术报告
（澳门科技大学是澳门
新建大学，科研为主）

澳门何以争前列，
创意先行，
创业难停，
万众创新路更明。
江山代有能人出，
海水清清，
塘水盈盈，
招纳英才重在情。


